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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卡效應在淡江--大陸所：學術實務兼修 成就中國事務人才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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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校大陸所是國內唯一連續4年獲得陸委會頒發「獎勵兩岸交流活動績優團體--學術

類：特優獎」的大陸研究所；並於86、88學年度連續兩次獲得大陸委員會從事兩岸文

教交流績優民間團體評定為學術類「優良績效獎」。

 

 

 

所長張五岳

 

 大陸所旨在培養大陸事務的專才，掌握時代趨勢，發展藍海策略，同時也是台灣僅

存的三個大陸研究所。本校大陸所優勢在於，唯一專業的學籍分組，分為經貿、文教

以及在職專班；課程的安排以大陸事務專業為主，學術為輔，最重要的是理論和實務

的相結合，教師和本校所提倡的資訊化、國際化、未來化三化密切相連，而本所專任

教師7人，都是學術與實務具有相當豐富經驗的教師。

 

　　在畢業生就業方面根據陸研所統計顯示，百分之30的畢業校友進入政府部門、法

人團體工作；百分之13投入教育工作； 百分之34選擇進到企業界；另外百分之23則

從事其他工作。未來大陸所將秉持三化之目標，積極研究、創新、活化使本所成為具

有特色的中國大陸研究所。自81年9月成立至今，目前畢業總人數達522人。其中，陸

研所校友何卓飛，為現任教育部高教司長；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陳學聖等，分別考取

本校92學年度陸研所碩士在職專班，使陸研所學生人才濟濟。未來擬計劃成立中國大

陸研究所博士班，以期擁有完整結構之大陸研究課程。

 

 



 

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課程滿足學生需求

 

  為培育從事大陸及兩岸文教、經貿事務的專業人才，將課程分為「經濟貿易組」與

「文化教育組」，文教組以研究大陸暨兩岸教育、文化、傳播之理論與實務為主，以

培養從事大陸及兩岸文教事務之專業人才；而法政類課程主要為文化教育組的課程

，以研究大陸暨兩岸之法制現況、政治情勢、國際關係、台美中三邊關係及法制之理

論與實務為主；經貿組以研究大陸暨兩岸經濟貿易之理論與實務為主，以培養專業素

質之大陸經貿人才。畢業時，依照所選組別，頒發兩種學位，一是文化教育教組，畢

業時獲頒文碩士或法碩士（Master of Arts, MA）；經濟貿易組則是頒發商學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另外於民國88年成立在職進修專班

，是台灣唯一的在職專班大陸研究所，而在職專班的課程可和一般生課程互選6學分

，使課程選擇更加多元，以培養更多元化的專業與專長。而教師不僅深入鑽研相關領

域理論，也從事產、官、學界的社會服務，因此課程內容強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

隨政經情勢轉變，改變其授課內容。此外，英文學習也為課程中的一大重點。目前每

學期有一至兩門英語授課的選修課程，如副教授郭建中的「經貿論文方法論分析」、

楊景堯的「世界教育與中國問題」與教授蘇起的「國際政治專題研究」。大陸所也規

定97學年度入學的新生，須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才能畢業。此外，課程也定期透過

問卷進行學生意見反映調查，重視學生的意見回饋。根據95年畢業生及96年在校生對

所上各項事務的「滿意度調查」，八成畢業生及學生認為：「開設的課程能夠滿足學

習上的需求。」

 

 

 

師資陣容跨足理論實務

 

　　大陸所專兼任教師共有13位，其中7位專任教師均具有博士學位，並在產、官、

學界進行社會服務（如下表），並受邀擔任政府機關部會之諮詢委員，也經常參加國

外的學術研討會，帶回新知識，使學生的學習內容能更加豐富多元，理論與實務也能

相互結合，貼近實際的政經發展。如教授蘇起現任國安會秘書長，曾任陸委會主委

，對兩岸關係的看法與見解，在社會及媒體深具影響力並為國外學者重視。所長張五

岳曾擔任陸委會諮詢委員，在兩岸關係上所闡述的意見對社會及政府皆有相當影響力

，並任港澳之友協會秘書長。教授趙春山曾任陸委會諮詢委員，副教授潘錫堂曾任港

澳之友協會理事，兩人常就兩岸議題的研究結果發表於報章雜誌，對社會輿論深具影

響。

 



 

 

 副教授楊景堯現任兩岸文教學會理事長，除對大陸高等教育長期深入研究外，更積

極與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國合作進行比較教育研究，深受國際肯定支持。副教授郭

建中曾任海基會諮詢委員和港澳之友協會常務理事，今年受海基會邀請在12月8日於

圓山飯店發表總結兩岸經貿交流20年的學術報告，供學術及社會專家參考。由於陸研

所強調與師生間的學習互動與意見交流，教師會提供固定「OFFICE HOUR」，提供學

生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與生涯輔導，使老師不僅在課業上能幫助同學，也能協助同學

在生活、生涯規劃上有所方向，並建立師生深厚情感。

 

　　大陸所另一項特色是，97學年度入學的新生，還可透過新生問卷，填入未來的研

究方向內容，並可依意願選擇「諮詢教授」。諮詢教授不一定是學生的指導教授，卻

能讓學生剛入學時，有課業、生涯規劃等問題有諮詢的對象。

 

 

 

兩岸學術交流頻繁

 

　　為強化課程學習、國際化與國際交流，自民國83年始，每年固定赴上海及北京等

地進行為期3週至1個月的實習課程，內容包含上課、參訪、論文資料收集、觀察大陸

當地情形，並透過田野調查，以親身體驗方式，培養研究生獨立進行資料收集及研究

之能力；此外，也會與當地師生互動，找尋論文研究之材料。

 

　　而大陸所也要求學生畢業前，至少參加4次以上的學術研討會；今年，陸研所已

邀請39位大陸學者至所上參加演講、講座、研討會等活動，如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台

灣研究所朱衛東等、天津大學社會科學與外國語學院教授才家瑞、天津南開大學台灣

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小衡，都曾為台海情勢與兩岸經貿往來演講。

 

 

 

校友憶當年

 

跨系選課融合不同實務

 

台北大學研究發展處秘書　　林佑亮

 



　　在淡江學習的日子，因能跨科系選課，故所上與他系修課都獲益良多。由於了解

中國共產黨是研究中國的必備知識，而大陸所教授蔡國裕，總是鉅細靡遺解釋中共黨

史，使我在往後更加深入研究中國大陸時，能擁有更全面的思維。現任所長張五岳對

學生非常用心，當時他帶領全班前往中國大陸參與實習課程，他根據每位學生的畢業

論文主題，到人民大學為學生找尋適當的課程及師資，收集論文寫作資料，使我對中

國大陸有更深刻的了解。

 

　　所上的「大陸及兩岸傳播研究方法論」是由當時的大傳系系主任張煦華指導，上

課方式是由座談的方式進行。由於他是個嚴謹、認真的老師，因此課前我必須事先預

習上課內容及課堂上可能會使用到的資料，不然完全無法參與課堂討論。因為他的認

真、嚴謹，讓我對傳播研究這塊領域學出心得。當時由於選課自由，故修習歐研所教

授賴金男的課程，在課堂口譯法文所撰述的法國福利制度文章，不僅讓我了解法國與

中國福利制度的差異，由於文章是老師親自翻譯，所以文章融進許多他自己詮釋與見

解，更覺受益匪淺。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的「全面品質管理在教育之應用」是由教

授張家宜所指導。她所教授的內容與我現在的工作內容緊密結合，使我現在能將理論

轉為實務，十分受用。

 

 

 

經常與教師會面關係亦師亦友

 

桃園縣文化局局長　　陳學聖

 

　　選擇到淡江陸研所修習碩士，是由於兩岸關係密切為未來必然趨勢，而在接觸兩

岸政經文化的交流過程中，亦可使自己的進步，體會到不能僅侷限於自有的框架，並

要具備國際視野。而所上安排理論兼具實務的課程，也使後來進行兩岸大三通與高雄

港的規劃時，讓所學派上用場。在淡江學習的日子裡，很感謝所長張五岳，因為當時

擔任內政委員，著手進行兩岸關係條例的審查，所長提供我不少學理的加工分析，使

我獲益良多。此外平常所上也會安排與教師們會面，經常的接觸使我們建立起亦師亦

友的關係。

 

　　建議學弟妹選讀研究所時應該要選擇專精及真正想學的。兩岸實務方面，淡江陸

研所在這部份的基礎是厚實的，而我也是在明確的目標下，直接報考淡江陸研所。淡

江是傳統悠久的學校，求學時期可以跟著老師的腳步，在課堂上學習專業及實務的知

識；出社會後仍要持續學習，不能進入職場後就忘記增進自身的涵養。出社會多年的

我，深覺處事態度一定要謙虛，並勇於承認自己的不足，也不吝於佩服別人，才能使



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斷進步。

 

 

 

淡江陸研所讓我有繼續深造的動力

 

退役陸軍少將　　劉以善

 

　　陸軍少將退休前一年考上淡江大陸所，一方面為了延續對大陸方面專業的研究

，也完成年輕時對讀書的夢想。在求學過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阮銘，由於他來自大

陸，因此可以從大陸學者的角度，了解大陸共產黨的歷史軌跡，這和一般教授十分不

同。阮銘也鼓勵我在大陸所畢業後繼續深造，並在我選擇報考學校時給予建議。教授

蘇起對於美中台三角關係的課堂講解，讓我對中國有全貌性的認識。目前我是南京大

學歷史系博五生，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歷史一直是我的興趣，後來遇到蘇起老師

，讓我擁有繼續深造的動力，而我在大陸所的所學，與對歷史研究的熱愛，讓我在南

京攻讀博士更加順利。近幾年，「中國評論新聞網」也邀請我擔任他們的專欄作家

，希望我多寫一些文章，這對我來說也是莫大的鼓勵。追求學問這麼多年，建議學弟

妹，最重要的是常保好奇心與主動學習，並將思考過程邏輯化，成為一種有條理、效

率的思維，對學習很有幫助。

 

 

 

前往大陸壯遊累積人生歷練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國貿系助理教授兼公關室發言人　　彭思舟

 

　　畢業於大陸所第三屆，離當時已10多年前，當時剛從法律系畢業，正好是大陸熱

的開端，為找尋不一樣的路，因此選擇大陸研究所文教組。畢業論文是全台灣第一篇

有關於大陸房地產的學術研究，探討大陸土地問題。大陸所的歲月，在老師的潛移默

化教導下，讓我領略到這一句話「世事洞明皆學問，處事練達皆文章」待人處事都相

當重要，而張五岳老師就像是我的師父，而我是他的徒弟，張五岳不但有學問，教學

又生動活潑。當年生意失敗，他介紹我到中央社任上海特派記者，給我很大的幫助。

此外，當時在淡江大陸所剛好第一屆學生到大陸實習，田野調查結束後，還到長江三

峽進行「壯遊」，在當時兩岸互動不像現在這麼頻繁，可以前往體驗機會真的很難得

！此外，在淡江學習的學生，在獨特的自由學風培養下，靈活肯努力，同時也耐操有

獨特的性格，因此在企業界也相當受歡迎。



 

 

 

以不同面向認識中國大陸

 

行政院內政部參事兼訴願審議會執行秘書 黃松棋

 

　回憶大陸所的老師如張五岳、郭建中、許惠祐和蘇起等，術業各有專攻，學經歷十

分豐富。其中，對蘇起老師印象較深刻，他將中國大陸，從土地、軍隊、人民等加以

綜合分析，教導我們如何應用在國家安全上，其教學方式讓人易於理解其中的意義。

碩二時，所上帶領我們至大陸北京、成都、武漢、重慶及深圳等大陸重要文教經濟都

市，也同時和當地大學的師生進行學術研討，拜訪台商，讓書本的理論，活生生的進

入現實世界中，深刻體會到理論真的可以和實際相結合。建議學弟妹在研究大陸學問

前，必須先了解兩岸的環境不同，如此才能深入探討，同時也須評估自己優劣，以便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經貿上和平的競爭。淡江大陸所讓我對大陸的理解，得以不同

面向認識。

 

 

 

資訊化國際化的洗禮下學生具前瞻視野

 

警政署副署長  劉勤章

 

　中央警察大學畢業後，即投入警界服務，直到89年才有機會進修，因在警大所學的

課程相關公共安全，故想攻讀相關課程，同時很幸運的考上淡江大陸研究所。研究兩

岸議題，是時代的趨勢。當時同時工作和讀書，在台北縣擔任警察局長，雖辛苦但很

珍惜上課的時光。記得當時每堂課都保持高度的興趣，所上的老師如張五岳、潘錫堂

和趙春山等，在大陸事務實務及理論方面都經驗十足，在學術或政治上可見其身影。

以致在大陸所期間，對大陸事務多所涉足。

 

　　研究所畢業後，進入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博士班，繼續研究大陸相關法規，探

討如何跨境建構司法合作或協助。回憶在淡江的學生生涯，感受到淡江在資訊化及國

際化的素質上，都是台灣最前瞻具遠見的，並且在學界及業界深受好評，學弟妹若能

就讀淡江大陸所，除了用心研讀，加上大陸所的專業訓練，將會為自己加分不少。未

來我將回校兼授課程回饋母校，並將所學貢獻學校。

 



 

 

參訪及教師學養豐富深化對大陸的了解

 

關稅總局首席副總局長  李茂

 

　　回憶起學生時代，郭建中老師在WTO在這個領域，專精專業，上課時需專心聽講

，課堂上不時會要求學生心得報告；張五岳老師的兩岸關係課程，學養豐富，教法讓

學生容易吸收。此外，去大陸畢業實習，也是課程之一，大多參訪大陸台商，足跡遍

至蘇州、崑山等地，讓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實際了解台商在大陸運作的情形。

 

　　目前任關稅總局首席副總局長一職，深覺兩岸隨著時代風氣的改變，從以前的開

放探親，讓老兵得以解思鄉之苦，到大、小三通，甚至現在的直航，都和我所執掌的

業務息息相關。而兩岸關係在國際上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倘若兩岸關係穩定，其他

地區也能更趨穩定。對我而言，就讀淡江大陸所，讓我對大陸事務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故所學得以應證在工作上。

2010/09/27
 

 

 

97年10月26日由本校大陸所主辦的兩岸關係相關座談會，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親臨致詞。（圖大陸所提供）

 


